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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例 ，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贺州市土地资源和土地管理的历史

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内容上限一般追溯到事物发端，下限至2001年底止。在

叙述中尽量做到横不漏项、纵不断线。按照详今明古的原则，重点记

述当代内容。

三、本志以述、记、志、图表、附录等为体裁，以志为主，叙而不论，

行文用第三人称。

四、本志采用章、节、目、子目编辑法，前设图片、目录、凡例、序

言、概述、大事记，中设16章，后置附录、后记。

五、本志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会员简称“中共中央”或“中共"，与

本志有关的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简称“广西省委"、“自治

区党委"、“平乐地委"、“梧州地委"、“贺县县委”或“县委"、“贺州市

委"或“市委"；“自治区"是指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是指县级贺

州市；使用“解放前"和“解放后"是指1949年11月21日贺州解放前

后的时间o

六、本志历史纪年，清朝以前用汉字，民国时期用阿拉伯数字，每

段同一个纪年多次出现均只在首次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解放后用

公元纪年o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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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市土地志·

七、本志计量单位，解放前用当时的单位；解放后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计量单位，表示数据用阿拉伯数字。

八、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行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关于新编地方志行文规定》和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史

志编纂语言文字暂行规定》为规范。

九-本志使用的数据资料都有所据，一般不说明出处。

十、本志中凡出现“××年代"，均是20世纪××年代。

万方数据



·序言·

序 言

《贺州市土地志》几经修改补充后，终于出版了，这是贺州市人民

的一件大喜事。

编修志书是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前人总结志书有。存史、资治、

教化嚣之功能，故源远流长。盛世修志，更成必行之事o ．

贺州自南宋到清朝修地方志8次，民国时期，贺县和信都县又各

．自修成了《贺县志》和《信都县志》o只可惜累修累佚，现仅存清光绪

庚寅年(1890年)的《贺县志》和民国23年(1934年)＼25年(1936年)的

《贺县志》、《信都县志》o贺州建置2000余年，可书可志之事繁多，但

可贵史料散逸颇多，甚是憾事。今人应以此为鞭策，重视修志存史，

不使后人有怨o
。

自80年代以来，全国出现编修地方志的热潮，部门志、专业志的

编修也随之涌现，这无疑是可喜盛事。专业志的大量出现，将使地方

史志宝库的存史内容更加丰富。

贺州紧邻湘、粤，先秦时期就有古道沟通楚境，是中原文化和楚

文化传播岭南的首到地区之一；当今，又受广东珠江三角洲发达区辐

$射，区位优越。境内林、水、矿资源丰富，天宝物华，环境条件好。一

代代贺州人，在贺州这块土地上开发＼建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

使贺州越来越美丽富饶。贺州市土地管理局成立后，在大力宣传国

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政策和人多耕地少的国情＼市情以及土地的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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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国策，依法管地＼用地，进行土地资源和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制定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大力培育、促进土地市场

的健康发展等各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和不少经

验。殊当志之，为党政机关作出正确决策提供重要依据，为科研机构

的科学研究提供翔实、可靠的资料，也为教育当代和后代人认识市

情＼珍惜土地提供教材o《贺州市土地志》的出版，不仅有益于当代，

也必然惠及后世o

让珍惜土地的基本国策深入人心。祝愿贺州人民在合理开发利

用土地和建设新贺州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祝愿贺州繁荣昌盛，

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幸福J

贺州市土地管理局局长谢小明

200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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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贺州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介于东经111012’一112。03’，北纬23049’～

24。48’之间。东邻广东省的连山、怀集、封开三县，南接广西苍梧县，西靠广西的

钟山、昭平县，北面与湖南的江华县毗邻。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565公里。

贺州市历史悠久，秦朝统一岭南置郡，贺州属南海郡。西汉元鼎六年(前111

年)，始置临贺、封阳县，两县治所均在今贺州市境。三国吴黄武五年(226年)，置

临贺郡，领临贺、封阳、富川、建兴、冯乘5县。此后至明洪武十年(1377年)，郡、

州建置累有更迭，领县及县之辖域和县名亦有变更，但今贺州市的贺街镇一直是

郡、州治所。明洪武十年降贺州为贺县，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分当时的

贺县下六里之一部置信都厅，民国元年(1912年)改称信都县。解放后的1951年

8月，遵照平乐专员公署颁发的《贺、信两县合并行政区划》(民字第1213号令)的

精神，信都县并入贺县；1952年9月，县治由贺街镇迁到自晚清以来逐步形成的

桂东工商重镇——八步镇o 1997年5月，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梧州地

区和梧州市行政区划的通知》(桂政发[1997123号)的精神，贺县改县设市，称贺

州市o 2001年，全市辖20个乡、镇，277个村委，14个居委。2001年末，全市总人

口898605人。

贺州市属南岭山地丘陵区，也是两广丘陵的一部分，主干姑婆山是萌渚岭尾

间，从湖南江华县伸人市境北部，并向东及西南延伸，形成北、东及西南部多崇山

的格局，全市有海拔500米以上山峰173座，其中1500米以上的有8座。地势由

北向南倾斜，北部最高山为马鞍山，海拔1846米，南部最低是扶隆圩，海拔30米。

市境有6个山间盆地。碳酸盐类岩层分布广，其中裸露岩溶所占面积较大。

贺州市在北回归线以北不到1度的亚热带季风区内，年平均气温19．9'12，年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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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最高气温39．5<12，年极端最低气温一4．0。C o气候温和，霜期短暂，偶有降

雪，年均降水量1505．7毫米，雨量充沛。市境有大小溪河404条，流域面积在5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24条，属西江水系，干流贺江在市内流长119公里。市

境地表水总径流量52．1亿立方米，地下水蕴藏量为1．49亿立方米。

贺州市境内主要土壤类型有水稻土、红壤及砖红壤、黄壤、石灰土、紫色土和

山地灌丛草甸土5个土类，19个亚类，63个土属，175个土种。依土体层次分为

水稻土、旱地土和自然土三大类。水稻土中分类为：淹育性水稻土、潴育性水稻

土、潜育性水稻土、沼泽性水稻土、侧渗性水稻土、碳酸盐渍水稻土、矿毒性水稻

土等7种；旱地土分为：红壤土、红壤性土、砖红壤性红壤、黄壤、石灰土、紫色土、

冲积土等8种；自然土分为：红壤土类、赤红壤土类、黄壤土类、紫色土、山地灌丛

草甸等5类。这些土种和土类，全市各乡镇均有分布o

市境内河网纵横，支流繁多，大小溪流共404条，流域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

上的河流有24条。除公会镇境内的新寨河流人昭平县富罗河汇人桂江属于桂

江支流外，其余河流均流入贺江，属于贺江支流。市内主要河流有贺江干流及其

主要支流大宁河、马尾河。大平河，其流域面积都在200平方公里以上，均属珠

江流域西江水系。贺江全长351公里，市境内长119公里，全流域面积11500平

方公里，市境内流域面积5022平方公里，最大流量为4490平方米／秒，多年平均

流量为193．3平方米缈；大宁河全长99公里，流域面积2470平方公里，市境内
集雨面积1561平方公里，最大流量为2420平方米／秒，最小流量为25平方米／

秒。

贺州市土地的特点是山多，耕地面积比重小。山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

80％。明洪武十年(1377年)，当时贺县征收赋税的田有221922亩。民国22年

(1933年)统计，当时的贺县和信都县耕地面积为534092亩o 1981年进行土地概

查，全县土地总面积为514720公顷，折7720800亩，耕地面积591761亩。据1991

年6月结束的土地详查结果，全县耕地面积为68549．19公顷，折合1028237．9亩，

除去田埂面积113221．4亩，耕地净面积为915025．5亩。以2001年全市人口数

计，全市人口898605人，人口密度为116．91Ⅳ平方公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
1．01亩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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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贺州市的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后，土地所有制主要

有农民所有制、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及全民所有制。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许多没有土地或者有少量土

地的农民，靠租种地主的田地维持生计，生活极为贫困。

解放后的1950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进行土地改革，废除

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

土地占有情况。其后，经过农业生产合作化，全县农民所有的土地制度转变为农

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o ．

封建社会时期，贺州的土地使用制度主要有租佃制、自耕制和雇佣制。

解放后，土地改革前后农业用地使用制度主要是自耕制，后有互助合作制、

集体经营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土地使用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实行

有偿使用制以前均实行单一的行政划拨使用制。这种制度在解放初期的特定历

史条件下，为国民经济的顺利恢复和发展，及时配置土地资源，作出了应有的贡

献。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其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土地资源得不到合理

利用和优化配置，土地资源大量浪费，经济效益低下，等等o

1992年6月，所辖乡、镇根据上级业务部门的部署和安排，在农村实行宅基

地有偿使用，凡使用行政区域内的土地作为宅基地用途的，均收取土地使用费o

1994年8月，根据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着手开展乡镇企业用地有偿使用

试点工作，并于同年9月在各乡、镇全面铺开。

与此同时，各乡、镇积极推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城镇国有土地使

用权可以出让、转让、出租、抵押等。为规范和培养土地市场，1994年，对土地隐

形市场进行清理整顿o 1994年，对土地进行定级估价，并从是年起实行统一的城

乡国有土地基准地价。

解放前，贺县征收土地税以田赋为主。明洪武九年(1376年)，粮赋改为货币

税制，按计征稻米数，折为银两征收，全县折征粮赋正额为4557两。明嘉靖年间

(1522—1566)，实行“一条鞭法”，粮赋加征甲里(课程公费)、均徭(概薪皂役)、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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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水陆马夫)、兵款(弓兵民社)等“四差”o年征地亩、地租银2620两。清初，贺

县每年粮赋额、丁赋额、杂赋鱼油额银共计11950两。清光绪年间(1875—1908

年)贺县田地22万亩，绝大部分属于提高折征率的范围，额定折征稻米每石征银

11．1两提高到1．37两，田赋加重。民国4年(1915年)，贺县田赋额征数为银元

11494元。解放后，人民政府改征收田赋为征收农业税。从1950年至2001年，共

征收农业税人民币(公粮折价)40407．58万元。除农业税外，还征收耕地占用税

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从1988年至2001年，共收上耕地占用税2080．71万元，征收

城镇土地使用税750．6万元。

民国以前，贺县没有专门的土地管理机构，也没有开展过系统的土地管理工作。

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土地的管理曾先后由民政部门和农业部门管理，这种多

头管理一直延续到1985年，由于分散管理，出现了许多弊端o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方略后，土地管理工作逐步走

上轨道o 1986年5月29日，贺县成立土地管理局，各乡、镇也成立土地管理所，

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开展土地管理工

作o 1997年，贺县撤县设市，贺县土地管理局改称贺州市土地管理局o 1997年，

成立中共贺州市土地管理局党组。

健全管理机构，配备管理人员o 1986年5月刚成立土地管理局时，配备局长

1名，办事员4名。1988年，土地管理局行政编制定员7人，配局长1名、副局长

1人。1989年，土地管理局内设秘书股、土地规划股、土地监察股o 1997年，贺州

市编委《关于印发贺州市土地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

知》(贺编发[1997]37号)批准贺州市土地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

方案，土地管理局内设6个股：人事秘书股、土地监察股、土地纠纷调处股、土地

利用规划股、地籍管理股、计划财务股。土地管理局行政编制18名，其中局长1

名，副局长2。3名，核定机关后勤服务人员事业编制2人。同年12月，贺州市推

行国家公务员制度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土地管理局职位设置：领导4名、主任科

员或副主任科员2名、科员11名、办事员1名。到2001年，土地管理局内设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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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人事监察股、土地监察调处股、地籍管理股、土地利用规划股、财务股、技术服

务站，在编人员23名，乡、镇土地管理人员9r7人。

积极宣传土地国情和土地法律法规o 1986年起，贺县每年都广泛宣传《土地

管理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广西土地管理实施

办法>)，宣传形式有广播、电视、板报、宣传本、标语等。通过宣传，使群众了解土

地国情，增强了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

加强土地监察，制止违法用地o 1986年5月，贺县土地管理局成立时即分派

1名专职人员负责土地监察工作o 1988年，县土地管理局内设立监察股，同时在

20个乡、镇土地管理所中配备专职或兼职的土地监察员，在村一级由一名村干部

义务兼职任土地监察员，在村民小组里设土地信息员o 1990年，贺县编委批准县

土地管理局内设立土地监察股，核实事业编制12名o 1994年，县土地管理局内

设立处理土地纠纷办公室，专门负责处理调解土地纠纷事宜o 1996年，县人民政

府批准成立土地监察大队，负责土地检查和土地行政执法工作。在建立组织机

构的同时，还健全监察制度。要求监察人员查处违法用地案件时，必须按规定程

序办理；必须忠于职守，秉公执法，清正廉洁。从而规范了土地监察工作，增强了

执法能力o 1986年清查非农业建设用地，清查结果表明，1982年至1986年，八步

镇非法占用土地899宗，占地面积353．10亩，都分别给予了罚款处理o 1988年，

结合土地登记发证工作，继续对非农业建设用地进行清查。共查处违法占地建

房案件11000件，占地21257．28亩，处理8950起，占案件总数的81．63％，收上各

种费用及罚款123万元o 1997年6月，再次开展清查非农业建设用地。这次清

查历时5个多月，到10月底结束，共查清自1991年以来各类非农业建设用地

16599宗，面积12524．2亩，共收上罚款20余万元。除清查非农业用地外，还加强

经常性查处违法占地工作，从1989年至2001年，共查处违法占地案件6995宗，

占地面积729．77亩，收上罚款857570元。在开展“三无”乡镇活动中，也取得了

显著成绩o 1994年，全县有11个乡、镇达到“三无”标准；1995年继续开展“三无”

乡镇活动，有14个乡、镇达到标准；1996年，有16个乡、镇达到“三无”乡镇标准，

达标率为85％o另外，在清理砖瓦窑、调处土地纠纷、接待群众来信来访方面，做

了许多工作，受到群众的好评o
。

地籍管理是土地管理的一项基础工作o 1990年，进行土地登记发证，到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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